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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1 + X”证书制度的背景下，高职院校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作为当下比较热门

的专业，应研究如何结合专业培养目标，贯彻设施“1 + X”证书制度.依托近两年已出台的工业机器人技

术专业教学标准与相应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探索出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1 + X”课证

融合新路径，在此基础上，以工业机器人课程为例，阐述课证融合路径与方法，典型工作岗位及任务、

内容能力分析，探索工作过程导向课程开发的思路，以及在工业机器人专业教学中的实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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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in the national v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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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 education reform, the industrial robotics major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 popular 
major at the moment. It should be studied how to combine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goals and im-
plement the facility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Relying on the teaching standards of industrial ro-
bot technology and the corresponding vocational skill level standards that have been issued in the 
past two years, Qu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has explored a new path of “1 + X” course 
certificate integration for industrial robot technology. Taking the robotics course as an example, it 
explains the path and method of course certificate integration, analysis of typical job positions and 
tasks, content capabilities, and explores the ideas of work process-oriented cours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its practical role in the teaching of industrial rob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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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第六条明确提出启动“1 + 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1] [2]。
把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结合起来，是职教改革方案的一大亮点。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的《关于

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 +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要求各地组织实施“学历证书 + 若
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简称“1 + 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如何推进“1”和“X”的有机融合，如何深

化人才培养方案改革，成为证书制度试点实施院校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方案》提出，到 2022 年，职

业院校教学条件基本达标，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建设 50 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

150 个骨干专业(群) [1] [2]。建成覆盖大部分行业领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据

教育部统计，2020 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 2738 所。其中，本科院校 1270 所(含本科层次职业学校 21 所)；
高职(专科)院校 1468 所。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 4183 万人(见图 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54.4%。

这个数字已经接近 2000 年大学扩招后的第二年，单一年份本科加高职的总招生增长人数的最高值。2000
年全国高等教育共招本科、高职(专科)学生 376.76 万人，比上年增加 101.31 万人，增长 36.78%。随着我

国职业教育的高速发展，高职占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已成为我国人力

资源开发战略的核心和主体途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

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中提出：“我国职业教育仍然

存在着社会吸引力不强、发展理念相对落后、行业企业参与不足、人才培养模式相对陈旧、基础能力相

对薄弱、层次结构不合理、基本制度不健全、国际化程度不高等诸多问题，并集中体现在职业教育体系

不适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上[3] [4] [5]”。 

2016 年我国机器人市场规模仅 368.2 亿元，预计 2020 年我国机器人市场有望突破 700 亿元，机器人

市场规模及增速如图 2 所示。2016~2020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如图 3 所示。 

2.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1 + X”课证融合原则 

把高职学生培养成为具备较为扎实理论基础和动手能力的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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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应用型人才，就需要在了解学生学习现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6] [7] [8]。 
 

 
Figure 1.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and the scale (From So-
hu.com) 
图 1. 全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及规模(来自搜狐网) 

 

 
Figure 2. Robot market size and growth rate 
图 2. 机器人市场规模及增速 

 

 
Figure 3. Industrial robot market size and 
growth rate 
图 3. 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及增速 

 

在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进行课证融合时，要把握的原则是：“1”是基础，

“X”是对“1”的补充、强化和拓展。 
(1) “1 + X”相生相长的标准体系 
学历证书“1”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X”是基础与拓展的关系。“1”具有基础性、主体性，要解

决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与职业对应的专业技术技能教育问题，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X”

具有针对性、引导性、先进性，解决职业技能、职业素质或新技术新技能的强化、补充或拓展问题。从

职业院校育人角度 m 发，“1 + X”是一个整体，构成完整的教育目标，“1”与“X”作用互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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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 
(2) 培养方案是“1 + X”试点纽带 
做好“1 + 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内容融人专业课程体系，及时将新技术、新

工艺、新规范纳入课程标准和教学内容，构建“1”和“X”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方案。试点工作应通过

校企合作，做好专业教学标准和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对接，进行“三教改革”，推进实训基地建设，校企

共同开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9] [10]。 
(3) 系统思考课证融合各环节 
任何一个与课证融合相关的环节没有打通，都不能顺利推行。制订课证融合的人才培养方案，仅从

教师端发力也是不够的。目前许多学校落实“1 + X”试点的重点“眼睛向内”，这是有偏颇的，需求导

向和问题导向都很重要[11] [12] [13]。 

3. 提升教学质量及持续改进教学效果的改革尝试 

(1) 工业机器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及实施 
工业机器人就业方向为机械设计制造和自动化领域内的机器人安装调试工、电气设备维修维护工与

维护等工作岗位。该专业对应的职业岗位主要是到工业生产第一线从事工业机器人领域内的设计制造、

应用研究、运行管理和经营销售等方面的工作。典型工作岗位及任务、内容能力分析如表 1 所示。 
 

Table 1. Analysis of typical jobs, tasks and content capabilities of industrial robots 
表 1. 工业机器人的典型工作岗位及任务、内容能力分析 

岗位 工作任务 工作内容 综合能力 

工业机器人设备

安装调试工 
安装各类工业机器人的控制线路

及执行器件，并进行调试。 
工业机器人的控制线路的安装 

与调试。 

能正确识读工程图、电路图按工艺安装 
各类电气控制线路及执行器件并进行 

调试的能力。 

工业机器人电气

设备维修维护工 
维护、维修各类工业机器人电气 
设备的控制线路及执行器件。 

电机拆装与维修，常用电机控制线路

的检修，常用机器人电气设备、 
系统故障检修。 

能分析电路图检查各类电气控制线路及

执行器件功能，并进行机器人故障维修 
的能力。 

电气设备操作员 

设计、安装、维护、维修供配电 
线路，管理维护变配电所中供配电

设备、电气设备操作、简单性能分

析及日常维护。 

供配电系统的运行与维护、 
电气设备操作、日常维护、 

现场总线控制系统的运行与管理。 

具备照明线路设计与安装、变配电所供配

电设备的管理与维护维修能力、能对自动

生产线等复杂电气设备进行简单功能分

析，能按规程正确操作并进行日常维护。 

电气技术员 设计、维修、改造控制线路， 
工业机器人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 

工业机器人电气识图与绘图、 
电气元器件选择与质检、电气线路 

或自动控制系统设计。 

能对工业机器人控制线路或自动控制 
系统进行设计或技术改造。 

 
(2) 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的《工业机器人》课程教学模式体系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设计，将学习过程、工作过程与学生的能力和个性发展结合起来，以项目

驱动为主线，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综合的方法设计学习情境，实现教学目标，

教学模式体系如图 4 所示。 
(3) 精心设计课程内容和学习情境，深化工学结合 
高职教学要重视学生在校学习与实际工作的一致性，加大与企业的联系，把工学结合作为高等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明确企业所需人才应具备的知识、技能，积极推行与生产劳动和

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带动专业调整与建设，引导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14] [15] [16]。
本课题要解决如何按照职业岗位行动领域的工作过程来确定学习领域的课程内容，实现将知识放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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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作任务的工作过程之中的目标。学习情境以企业项目为载体，而企业项目产品一般技术综合性强、

复杂度高，在选择工作任务时，如果任务过于复杂，则不利于开展教学；如果项目任务过于简单，则又

与生产实际脱节，培养出的学生实际产品操作能力差[17]。因此，需要对企业实际项目进行加工整理，既

要体现项目生产的工作过程的要求，又要符合学习认知规律。把企业的实际项目进行精心设计后引入课

堂，并有针对性地采取项目导向、任务驱动、课堂与实习地点一体化等行动导向的“职业实境”教学，

使教学内容更贴近企业、贴近实际、贴近新技术的发展，做到工学结合“产品化”，接受社会的检验，

促进学校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社会效益明显。 
 

 
Figure 4. Teaching model reform based on work process orientation 
图 4.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教学模式改革 

 
(4) 建立新的教学评价方法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设计与基于项目导向的教学实施，改革狭隘的一张试卷定高下考评方法，

以作品评价代替传统理论考试，从学生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培养的要求出发，建立基于教学

全过程、以学生能力提升为导向，形成课堂表现、作业质量、实验效果、作品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对学

生的学习效果实施过程性、能力导向的综合评价方法，使教学导向从“为应试而学”向培养“综合素质、

创新能力”转变[17] [18]。 
(5) 完善《工业机器人》课程资源建设 
在已建设的《工业机器人》课程资源的基础上，完善《工业机器人》超星雅儿 MOOC 平台资源建设，

任课教师通过网络上传学习辅导资料、发布公告、布置作业、师生交流、答疑、讨论等，及时帮助学生

解决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学生通过网络教学平台完成课程作业、提出问题，下载需要的辅导

资料，探讨新技术。 

4. 结束语 

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是一系列综合性典型工作任务的列表。把工业机器人课程的教学内容任务化，

教学过程行动化。以工作任务为核心来训练专业技能和并构建专业理论知识的教学方法，把工业机器人

编程课程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依照实际工作过程设计为多个任务，学生通过完成每个任务后，能够获得

成就感，并进而主动学习提高自身实践技能；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

通过引导学生完成任务的过程，就是学生接受知识的过程。实现工作任务的过程，按照“资讯–决策–

计划–实施–检查–评价”完整的工作模式来进行教学，即从专业理论知识转向工作过程知识。实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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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表明，采用过程导向的课程开发模式教学，学生任务明确，学习主动性较高，教学效果较好。工作过

程导向是一种教育创新，是人才培養模式的突破，搭建了现代职教人才成长的立交桥。因此，从院校到

企业，从教师到学生，还要与时俱进地突破传统陈旧的育人理念，切实保证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培

养出更符合行业用人要求的毕业生。 

基金项目 

浙江省高等教育“十三五”第二批教学改革项目(jg20190889)，浙江省访问工程师“校企合作项目”

(FG202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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